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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
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
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
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
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
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
（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
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
。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
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
方法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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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凯（Karl Gerth）：
2000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史。现为英国牛津大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书英文版列入“哈佛东亚专论”，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与中国的情缘始自1986年
，当时他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到访中国，或游学或研
究。其间为研究民国史，他在台湾生活了三年。此外，为完成博士论文，他还到日本东京大学专门学
习、研究了两年的中国近现代史。
目前葛凯教授正在写作两本有关中国的专著：其一集中考察消费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变迁；其二则
以1950年代为关注焦点，一方面考察中国的城市市场文化在这一阶段是如何被摧毁的，另一方面揭示
这一阶段的国际冷战如何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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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品危机及国货运动的起源：　　追溯民族化消费文化起源的努力可以从19世纪的一场
商品危机开始。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他们是至尊文明的成员，他们生产着世界其他国家渴求的茶叶、
瓷器和丝绸。到19世纪这种意识才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把自己视做弱小“国家”的成员之一，他们不
能控制进口商品涌人中国，也没有办法控制中国传统出口货物的市场被别国取代的情况。货物开始具
有了民族性，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被称为“中国产品”（Chinese products）或“国货”（national
products）。中国是从世界的文化中心——中央王国——转变成世界上众多平等的民族国家之一，这
种意识上的转换不只是简单地因为多次战争失败所导致，至少重新界定商品也同样重要。因为进口商
品增长和出口商品市场份额下跌而产生的焦虑与日俱增，越来越多人觉察到，中国的物质文明在不知
不觉中被进口商品普遍而深入地渗透了。实际上，由于19世纪晚期多种舶米品的俗称前带个“洋”字
⋯，这些与众多进口商品相关联的名称电是较早的那个自我想象瓦解的表现之一。　　有两次事件反
映了19世纪以来长期的经济危机。1793年，乾隆皇帝（1736一1796在位）对英国的商品无动于衷，他
拒绝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出的外交要求，这段今天很出名的话是这样说的：“其实天朝德威远被，
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
制办物件。”许多欧洲人认同英国国王的感受，当时的欧洲人评论此事时，经常换个说法：“中国能
够生产人类生活所有的必需品，因此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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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消费者是怎么被倡导‘买中国货’的？葛凯（Karl Gerth）在此远远不只
是为此问题提供答案，他用反帝抵制外货和国耻海报、闪亮的展览厅、妇女的时装秀、国家支持的商
业活动，以及其他丰富的具体事例，提供了广阔的文化阐释并进行了图示（除了文字，还有图片）。
”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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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略读。除了跟当下的实事颇有关联，无趣的很。
2、后面60、70页的参考文献吓死我了。第一次看社会学？的专著，其实还蛮有意思。就标题来说，制
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个人感觉消费文化方面的论述很详细，历史资料也摆了很多，
以及从20世纪末开始民族主义的结合之路。不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等同的吗？
3、再精简一点 再深刻一点 就是本好书了
4、这本书中译2007年12月出版，我们在2008年秋季的课上就开始讨论这本书了，想想当时那个课真是
很新潮啊~~
5、嗯~~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放一起读起到了相互补充滴效果啊~~
6、图文五楼看的
7、讲述近代中国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勾连，提及多个过去大家不甚关注的切入点。
8、人长得帅，书写的也还好。
9、观点很新颖，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前的确是囿于上层精英的论述，对于从经济的角度做还没
有，论述有力。
10、还书帐
11、一般。
12、选题极有趣，主要写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离合嬗变，对于消费文化如何参与“制造中国”反而
着墨不多。过于追求面面俱到，个案阐释不够深入，理论架构一览无余，彼得伯克身形隐现。译笔流
畅，然有低级硬伤。
13、看看过去的案例，了解一下自己也是怎样被洗脑的
14、选题很好，但内容比较零散，有些地方写得不够深入，只是举了一两个例子。
15、作者通过观察20世纪初国货运动，讨论了民族主义如何塑造近代中国的消费文化。本书主要侧重
于展现国货运动的广度，如男人形象变易，两次抵制洋货运动，国货展览会兴办，以及国货运动中主
体和英雄的塑造——女性和爱国企业家。作为时间跨度数十年的运动，政治力量、经济因素和社会组
织纷纷加入其中，实质是近代中国社会由于主权受限制而在民族主义口号下、以国货运动为平台的动
员，以及消费文化的尝试重建，成败与否认定则取决于评判标准。本书在深度上较为有限，很难看到
运动对于近代工业所起的作用几何。数据和统计常被运动号召人用以描绘中国经济所受入侵和人民民
族消费意识的薄弱，但是书中表格仅有一张。对于此类研究，还要考虑的是，话语和图像的解读权究
竟在时人还是研究者手中，书中常能感到作者为读者解答种种意义，但当事人的反应却鲜有体现。
16、N年前读的，许多不温习读书笔记，又忘记说了些神马了~
17、　　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国货运动改造了人民的消费习惯，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普及，
对于近代中国人对于本民族认知、认同感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作用。
18、民国的黄金十年，国民党做了不少事
19、    给《制造中国》加豆瓣标签，当我写下“消费文化”、“国族观念”、“身份建构”这几个宏
大字眼的时候，有点慌。它们是什么呀@.@ 在你津津乐道着这本书有新意的时候，绕不过一点心虚，
图像理论、文本语境、身份认同等等——多少理解世界的华丽视角要集中在一个现象。这本书对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鲁莽也就在所难免了。
    最近在想关于“边界”的问题，比如，一些模糊边界的现象，总在一个什么层面悄悄地竖起一堵心
里的墙：像姚明——说起来算是NBA无国界、娱乐消费全球化进行的案例，可偏偏，姚明成为今天
的YAO是以“中国
20、救亡图存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国货话语霸权
21、以前读过，记得还可以。
22、警惕消费民族主义
23、中国的过去也好现在也罢，只能从外国人的眼中呈现
24、名字起的很华丽，无非是中国国货运动的历史梳理而已，而且造成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也没讲清
楚~
25、很早之前读完，一直在消化。西方工业化对于农耕社会的冲击加上常期的分裂，使得中国制造变
成十分复杂的民族因素，从民国的丝绸到近代工业产品，到现在盲目抵制日货，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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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爱国成为消费的口号
27、文化分析，有点枯燥。有意思的是，商品博览会的演变历程，跟今天我国人民对待奥运会的心态
有点相似。
28、从国货运动阐述近代民族主义的演进过程。
29、研究虽不甚系统，但难掩其视角之新。从消费的角度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尽管之前有类似
的研究，但却都不及本书全面与详尽。社会文化史对史料的要求真高，不得不对该领域的杰出研究者
佩服不已。
30、写稿翻看。推荐民族主义视觉认知的制度化与民族国家统一神话的制造部分。剩下部分国货运动
的起源、根基，男女形象的民族化、消费抵抗的实践及爱国企业家新意不多。
31、我想起小时候某可乐的广告“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32、消费主义民族化，介入广泛的民国史研究的一个角度。
33、HC430.CoGer，可以参考
34、中国有制造业吗？哈哈！
35、命题很好，驾驭材料中缺乏深挖。正如作者所说，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战斗不仅仅是一场战役
，而是持久的战争
36、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促进
37、商人在将商品与民族主义关联的同时，也为日后事业被国家充公埋下伏笔。「国货运动期间，消
费成为普通中国人每日实践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一种方式。国货运动产生的社会力量，最后也包括
国家机器，都在重新界定和规范消费主义，直至将消费纳入民族意志可以接受的范围。」
38、差强人意
39、选题不错，材料选择上感觉有点缺乏说服力
40、fateface的推荐：找到中译了，再推一遍。各位有兴趣的话，看看国货运动和抵制外货在二十世纪
早期的前史吧。据说作者写的时候很纠结，因为实在没发现国货运动和抵制外货带来什么实质性成果
，所以最后只能写成观念史和消费文化史了。
41、终于出中译本了。
42、国族认同，性别形象，日常生活，空间展示，媒体符号，城市文化，消费主义，反正思想史之外
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感觉并不输给伯克《制造路易十四》，虽然取材面向不太一样。第三部分更有
特点。由于不限个案，略显结论先行，史料随手拈来。翻译有些小硬伤。期待对于文革后数次类似浪
潮的研究
43、又相逢，写论文的时候引用过英文版的辫子相关章节。完整的重读此书却是不一样的感觉。统一
的民族国建观念的建构与国货运动相互交织，将抽象的共同体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展览会发
挥着一个凝缩共同体图景的作用，“国货”与“洋货”的二元定义是通过我者与他者的区隔来划定民
族边界的重要手段。对宣传广告与官方政令的再解读还原了那个人心浮动的时代，国货运动是否真正
在经济上扭转贸易逆差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怎样在辛亥革命后被建立，被认可，
被实践。
44、这个题目太有意思了，可以一路做到现在。通过国货展览会建立民族国家的视觉认知啊女性在国
货运动中的微妙角色，还有实业_救国，民族_资本家这些以前在历史教材不加思索接受了的概念，怎
么连接起来的就很有意思（又怎么消失了）~~作者在史料上很下功夫，感觉是个写经验研究的好范本
。
45、写论文时参考得最多的一本。。。
46、: �
C913.3/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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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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